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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企业的业务流程建立在彼此独立、复杂度各异的业务步骤基础之上，其中每一个步骤均可能
包含一个或多个功能，分别由各个可单独运行的软件组件实现。
当企业的业务需求渐趋复杂。
所要求功能日益强大时，所有软件组件通过同一种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新一代SAP系统(SAP Netweaver)架构之下的组件数量庞大，各个组件间需要无缝地衔接(尤其
是SAP中心系统ECC、BW与Portal之间的连接)，而且开放性的SAP系统还要实现与其他系统平台随时
通信，最佳的状态是让用户感觉只是在一个系统中进行工作。
举例来说，用户在Intemet上几个订单的确认操作将自动更新SAP ECC或R／3物流模块中的相关业务对
象和数据库表，而这个更新还可以自动同步至其他模块和公司的其他系统，如财务系统、数据仓库⋯
⋯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依赖于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集成与接口技术的支持。
　　此外，SAPNetweaver强化了对企业门户开发的技术支持程度和开放程度。
新一代NetweaverPortal的推出，极大地拓展了SAP的开发空间和应用可能性，使SAP的可视化程度和兼
容其他语言及平台(如Java和．NET)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使应用不同程序设计语言的人员也
可以深入sAP的应用开发过程。
SAP Netweaver~~用服务器同时支持Java和ABAP两种技术栈，因此，．Java和ABAP中间件的应用。
和SAP系统内部、外部集成与接口技术以及Portal应用程序开发一起成为了本书的主要关注点。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上述技术大都被组织在SAP业务框架体系结构(Business
FrameworkArchitecture)中。
该框架提供了一个基于应用组件(即业务组件)、对象模型以及面向对象技术的功能性架构，其设计简
化了整体系统结构上的复杂度。
该框架把SAP核心系统的功能转化成一个集成的模块化组件包的开放架构，其中的业务组件以对象的
形式存在，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访问、集成，同时允许客户以及合作伙伴的应用组件方便快捷地访
问SAP~~　　SAP业务框架中所包含的基本组件、技术及服务包括如下内容(见下页图)。
　　口业务组件(Business Component)和业务对象(Business Object，BO)：SAP业务组件包含　　业务对
象，提供独立自治的业务功能。
业务对象是SAP系统面向对象实现的基本元素，其　　中封装了业务数据以及功能，并定义了业务组
件的边界及范畴。
业务对象通过业务对象　　创建器定义，并在业务对象仓库中进行管理。
　　口BAPI(Business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业务应用编程接口)：BAPI是业务对　　象的特
殊方法及外部访问接口，与业务对象一同定义并规范了SAP的业务接口标准。
通过　　BAPI，SAP系统之间、外部系统和ISAP系统之间可以进行业务级别的访问和数据交换。
　　BAPI是业务框架体系结构中的核心技术，也是本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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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丰富，涵盖了SAP系统实施、集成过程中的众多技术专题，包括RFC通信协议、业务对
象和BAPI 的创建与应用、ALE/IDoc技术及实现、SAP工作流系统设定与实例、SAP连接器以及Portal应
用程序开发等内容。
这些专题概念叙述清晰明确，且均给出了详尽的实现实例，并附有完整源代码，有助于读者的深入理
解。
　　本书不仅适用于SAP技术人员和Java\.NET平台下SAP接口程序的开发人员，对于SAP功能实施顾问
、项目经理以及所有希望把握SAP最新发展方向的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值得阅读的图书，称得上
是SAP中文专业书中不可多得的精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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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AP高级应用开发》是SAP技术专家黄佳的最新作品。
SAP企业应用实施与开发人员宝典。
深入剖析SAPNetWeaver架构关键技术。
Java、.NET开发人员深入SAP系统的必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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